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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兴安盟突泉县，天气微凉，水
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
师刘虎，与同事们携带着几十公斤的测
量工具，穿梭于颠簸起伏的黑土区侵蚀
沟。现场查勘、仔细测量，此举正是为
了精准施策，保护治理好东北黑土地。

侵蚀沟治理是东北黑土地保护的
重要举措。作为突泉县侵蚀沟治理工
程实施方案编制项目负责人，刘虎每次都
亲自上阵，为的是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勘查期间，刘虎与项目组成员利用天空地一
体化手段进行侵蚀沟测量，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
与校正，精准反映侵蚀沟的深度、宽度和坡度变
化，深入了解侵蚀过程和土地退化原因。与传统
侵蚀沟治理不同，本次设计突出生态优先理念。

对切割耕地，属于发育初始阶段的侵蚀沟，采取秸
秆复垦措施恢复耕地；对处于农田中难以进行削
坡整形的侵蚀沟，采取半填覆绿措施；对存在侧向
来水的侵蚀沟，布设沟边埂措施；对沟坡塌方、沟
道横向发育的侵蚀沟沟段，采取柳桩护坡措施。

“除了上述措施，我们在满足侵蚀沟防控效果
的前提下，就地取材，大量采取了生态袋这种有利

于恢复耕作的柔性治理措施，利用一沟
一策科学配置治理措施，形成区域综合
生态防护体系。”刘虎介绍说。

目前治理工作已进入全面施工阶
段，村民对工程的实施纷纷拍手叫好，
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现场检查督
导组的高度评价。“下一步，我们将从研
发水保新材料、表土剥离利用等科技角

度继续优化黑土区侵蚀沟治理。”刘虎说。
近年来，刘虎及团队成员在兴安盟突泉县做

了大量生态修复与治理工作，从小流域综合治理
到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成功创建，每一步都有他
们默默付出的身影。刘虎说：“我对这里的一草一
木都很熟悉，也非常有感情。我们将会继续努力
工作，让这里的环境变得更宜人，黑土地更肥沃。”

为了黑土地更肥沃
□本报记者 张慧玲

莽莽林海，碧野苍茫，目之所及，尽是美
景，令人不禁感慨这里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
然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心里却很清楚，眼前
的这幅旖旎画卷是由几代治沙人挥汗70载接
续奋斗绘就而成。这里就是位于赤峰市敖汉
旗中北部、科尔沁沙地南缘，横跨 6个乡镇苏
木、总经营面积 21万多亩的三义井林场。这
片绿洲像一道绿色长城阻挡住风沙南下的脚
步，呵护着美丽的家园……

入秋以来的几场雨让空气清新怡人。退
休多年的原敖汉旗林业局党委书记王玉站在
窗边，望着三义井林场的方向，怔怔出神。从
小在敖汉旗北部边缘长大的王玉吃尽了风沙
的苦。“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四季黄沙漫
天成为当地群众挥之不去的梦魇。

上个世纪 80年代，王玉被委派到三义井
林场工作，成为这里的首任场长，扛起了防沙
治沙的大旗，也肩负起了国有林场改革的重
任。与风沙作斗争，与旧的思想观念作斗争，
改造小老树，营造速生丰产林，使国有林场真
正成为绿色大本营。

“那个时候风沙像发了疯似的，翻山越岭
席卷而来。一觉醒来，嘴里沙土蹭牙，拎起被
褥，沙尘簌簌落地。庄稼更遭罪了，一场风沙，
幼苗全被打死、掩埋。”王玉永远不会忘记一年
四季风沙不绝的日子。从那时起，王玉就带领
同事们背着干馍深入沙漠腹地，一个沙丘一个
沙丘进行丈量和规划，嘴唇被太阳晒得开裂，

脚上磨起了血泡，也无人喊苦叫累。有时实在
渴得不行，就跑到牧民的窝棚里要一口水喝，
路远回不了家，就跟牛倌羊倌吃住在一起。

上世纪 80年代，三义井林场营造的沙地
速生丰产林，通过原国家林业部实地检测，营
造面积、规格、质量、经营措施等各项指标均达
到部颁标准，列东北四省区之首。1988年，为
了破解“造林成林不成材的小老树”难题，林场
自主研发出 JK45—50型开沟犁，并形成了一
整套大犁开沟抗旱造林技术规范。这一技术
因其速度快、质量好、省劳力、易保护等优点，
很快被推广到全旗各地造林。

半个多世纪以来，林场人始终把治沙造
林、保护家园、改善生态环境当作一生的追
求。在治沙实践中，一代代党员干部摸索出生
物沙障治沙技术，为敖汉旗乃至赤峰市的防沙
治沙提供了技术支持。

“1974年，我们成功引种了樟子松。”三义
井林场原治沙分场副场长王学回忆起当年种
下第一棵樟子松时的场景，至今依然充满着当
初战风斗沙的豪情壮志。

进入二十一世纪，三义井林场依托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以及中德合作造林
项目、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森林资源管理利用
示范项目等多个国内外绿化项目，不仅较好地完
成了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主要内容的
60159.4亩造林任务，而且高标准地完成了中德
合作造林项目 15000 亩，中意合作造林项目

12000亩，日本“小渊基金”合作造林项目1200
亩，亚太森林组织项目6440亩。也因此成为近
20年来内蒙古涉外合作造林项目最多、诚信最
好、造林成活率最高的单位。这片苍凉的荒漠不
仅披上了厚厚的绿装，林场及周边地区沙化土地
也在持续减少，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农牧
业生产条件逐年向好。在敖汉旗获得的“全国造
林绿化先进单位”“全球500佳”环境奖、“再造
秀美山川先进旗”“中国天然氧吧”等众多荣誉
里，都倾注了三义井林场几代人的汗水和智慧。

据三义井林场场长陈学勋介绍，2018年以
来，敖汉旗推出“一减三增两改”林业发展战略，
林场围绕全旗文冠果、沙棘“两个百亿元产
业”，优化林种、树种结构，率先实施退化林分改
造修复项目。在重点抓好经济林丰产示范园建
设、大力推广经济林丰产栽培技术的同时，不断
加大文冠果、元宝枫木本油料优良品种选育和
山杏优良品种嫁接改造。积极推广樟子松容器
苗造林技术，营造以樟子松为主的针叶树与其
他优良乡土树种混交造林，形成了稳定可持续
的森林群落。“一减三增两改”不仅进一步加强
了生态保护和发展，提升了生态效益，也为林场
绿色经济的“二次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是一代又一代三义井
林场人呵护美丽家园的“执念”。在与荒沙不
屈的抗争中，一代代建设者始终以坚如磐石的
信念阻挡风沙，当初种下的树苗，如今已成为
响亮的“敖汉名片”。

呵护美丽家园的“执念”
□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刘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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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敖汉旗三义井林场人始终把治沙造林、保护家园、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毕生追求，用
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为苍凉荒漠披上了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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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国萍 通讯员 闫杰

近年来，固阳县依托生态资源，不断丰富农
村产业及业态，以“民宿+文旅”为切入点，让“美
丽资源”变身“美丽产业”，使乡村振兴、文旅产
业、生态保护同频共振，实现了百姓富裕，村庄靓
丽的蜕变。

依托村集体经济，当地打造了大英图等农文旅
融合发展示范村，建起大英图红色展厅、黄芪种植基
地和大庙人家等休闲旅游观光基地，建成4条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逐步形成了休闲采摘、农家乐、农畜
产品初加工、种养殖为主的多种庭院经济模式。

在整个运营中，银号镇大庙村委实行村集体
与村民合作共赢。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统一管理
运营民宿，村民提供配套服务，共同创办“大庙人
家”农家乐，80%食材来源本村，既解决了农产品
外出难问题，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2023年固阳县投资 500万元新建民宿、升
级配套设施，解决了困难户和返乡回村 20多户
村民就业。

“整个暑期，入住我家民宿的游客每天都是
络绎不绝。因为我们住在春坤山旅游景区山脚
下，这儿空气清新，满眼绿色，能够让大家真切体
验到大自然之美！”包头市固阳县银号镇刘三沟
村的韩连枣说起来喜不自禁。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依托秀美山川，
当地的民宿产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村子正在
变成“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绿 水 青 山 催 热
小山村“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帅政

8月下旬，秋风送爽。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宝
格达音高勒苏木希博图嘎查的“煤改电”设备已
陆续到场，施工人员挨家挨户进行改造。

“电暖气不仅为牧民节省劳动力，在费用方
面也省了不少。外出时，可以用手机远程控制电
暖气温度，回家时屋里就暖和了。”希博图嘎查副
书记阿拉达日图一边用手机演示电暖器的调温
程序，一边向牧民介绍着它的性能。

2023年起，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镶黄旗
分局牵头实施了“煤改电”项目，牧民们不仅享受
到了清洁能源带来的舒适和便捷，更在无形中推
动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去年11月，旗生态环境局给我们安装了电
暖器，在冬春接羔保育期间，我们经常需要夜间
去棚里照顾牲畜，忙完回到家热乎乎的。”牧民孟
克巴特尔说道。

牧民阿拉腾算了一笔账，“2022年我们家烧
了7吨煤，一吨煤1500多元，供暖季下来花销要
一万多。现在改为电后，一个月只要800元就够
了，按6个月来算只需要4800元……”

“燃煤治理是改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
措施，‘煤改电’大大提高了减排效果，取暖方式
更加清洁，仅镶黄旗预计每年减排颗粒物约 95
吨、二氧化硫约190吨、氮氧化物约142.5吨、二
氧化碳约2.35万吨。”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镶
黄旗分局副局长曹丽琴说。

“煤改电”让牧民
享受到清洁能源

蓝天、白云、绿草交相映衬，勾勒
出扎鲁特草原一年中最美的画面。金
秋八月，记者来到通辽市扎鲁特旗阿
日昆都楞镇，在欣赏那达慕大会精彩
项目的同时，深切体验了山地草原的
别样之美。

作为通辽北部天然绿色生态屏
障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动植物物种
基因库，扎鲁特旗拥有十分丰富的山
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近年来，
该旗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深化草畜平衡制度，全面
推行河湖长制，常态化开展河湖“清
四乱”行动，全旗草原、河湖生态环境
有了明显改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旗等“金字
招牌”，成为这里生态环境向好的有
力印证。

扎鲁特旗以“全域皆可游”的发展
思路，建设全国知名草原生态文化旅
游优选地，以“那达慕”为媒，让更多国
内外游客走进扎鲁特、爱上扎鲁特。

8 月上旬，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鹤类联合
保护委员会，在兴安盟召开 2024 年度工作会议
时透露，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鹤类等
野生动物的天赐福地。我国鹤类共有 9 种，其中
兴安盟境内就有 6 种，2023 年监测鸟类数量达到
190277 只，是 2018 年的 9.5 倍。这一成绩的取
得，既得益于兴安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硬件条
件，也得益于科技助力“添翼”。

野生动物保护涉及领域广、范围大，且野外
环境复杂多变，如果只靠传统手段，不仅监测保
护效率低、覆盖面小，而且精准性也不高。

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就是不打扰。科尔
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借助视频监控、遥感监测等
智慧化管理，在安全距离之外对野生动物进行准
确、非侵入性监测保护。在复杂多变且充满危险
的自然环境面前、在野生动物盗猎案件时有发生
的今天，以科技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事半功倍。

为野生动物保护“添翼”
◎李国萍

本报 8 月 21 日讯 （记者 李国
萍）为进一步压实属地政府、自然保护区
管护单位禁牧休牧主体责任，按照《呼和
浩特市禁牧休牧“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方
案》要求，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初步建
立起禁牧休牧包联责任体系。经排查统
计，截至7月底，全市共有养殖户2.36万
户，均已明确包联责任人。

据悉，通过对大青山自然保护区、解
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县武川县以及其他
采取“半舍饲半散养”的地区开展全面摸
底排查，呼和浩特市对牲畜养殖户的基本
情况进行全面核实，登记造册。针对存在
养殖放牧情况的乡镇，明确一名县处级领
导进行包联，对存在养殖情况的行政村，
明确一名乡镇科级干部进行包联，对核查
出的所有牲畜养殖户，明确一名乡镇干
部、村“两委”干部、驻村干部进行包联，实
现一户一名乡干部点对点包联。

呼 和 浩 特 市 建 立 起
禁牧休牧包联责任体系

本报 8 月 21 日讯 （记者 霍晓
庆）8 月 21日，记者从自治区林科院获
悉，自治区林科院联合巴彦淖尔市沙漠
综合治理中心申报的红早酥梨、河苹梨
家系通过自治区良种审定，标志着内蒙
古在现代育种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将为全区林果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本次通过自治区审定的两个新品种
红早酥梨、河苹梨家系，具有耐旱、耐涝、
耐瘠薄等特点。红早酥梨是对老龄化苹
果梨树采用高接换种技术，通过多年引
种试验选育而出。该品种植株生长势
强，萌芽力强，成枝力较弱，结果早，苗木
定植后第3年开始结果。河苹梨家系是
以延边苹果为母本，大香水梨为父本的
杂交种。从当前市场行情看，两个新品
种经济效益显著，将有效助力内蒙古林
业产业发展。

内 蒙 古 林 业 产 业
又 添 两 个 新 品 种

本报 8 月 21 日讯 （记者 张慧
玲）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通过实施
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到 2024年，黄河已
经实现连续25年不断流，黄河干流累计
向乌梁素海生态补水36.47亿立方米。

近年来，黄河水利委员会持续保障
乌梁素海生态安全，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乌梁素海应急生态补水事项。
2023年 6月，在计划外批复增加乌梁素
海应急生态补水指标2.0亿立方米，有效
改善了湖区水生态环境。2023—2024
年度累计向乌梁素海生态补水2.42亿立
方米，全方位促进生态修复治理。

黄河干流累计向乌梁素海
生态补水36.47亿立方米

本报 8月 21日讯 （记者 帅政）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近日，呼
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与黑
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市、齐齐哈尔市讷河市
联合召开嫩江流域水环境治理联防联控
会议，共同签订了《嫩江流域水环境治理
联防联控工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据悉，嫩江是黑龙江支流松花江的
支流（或北源），发源于内蒙古境内大兴
安 岭 伊 勒 呼 里 山 的 中 段 南 侧 ，全 长
1370 公里，是黑龙江水系最长的一条
支流。《协议》通过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加强流域内各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
配合，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提升嫩江流
域水质，保障流域内群众的生命健康和
生态环境安全。

内蒙古黑龙江共建嫩江流域
水环境治理联防联控机制

通辽市扎鲁特旗山地草原秋景通辽市扎鲁特旗山地草原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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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瞄准。。

秋草如毡秋草如毡。。

博克博克。。


